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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教育与受教育权"学术讲座在法学所举行 

    2004年10月13日上午，教育部法制办公室的王家勤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三层会议

室，为法学所的师生和来自其他单位和高校的人士，做了题为“人权教育与受教育权”的讲座。这是法学

所“人权教育法律制度研究”项目中培训活动的内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中心孙世彦博士主持了

本次讲座。 

    王家勤先生简单回顾了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发展，重点讲述了肩负全国大中专、中学和小学普法重任的

教育部在推进中国人权法治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王家勤先生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教育部在已经开展

的几个普法教育中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区别对象，因人施教，将普法的具体目标与部门行业以及普

法对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其次，教育部在普法过程中，非常强调学用结合、知行结合；第三，在普法的

过程中，注重运用多种手段，稳步推进普法目标的实现。 

    王家勤先生指出，尽管做了上述努力，但中国的人权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我国的人权教育普遍存在着以人治推动法治的情况，人权教育还不是一项纳入法治轨道的活

动，领导人的注意程度经常成为决定人权教育推进程度的决定因素；其次，许多部门的领导人还对人权存

在偏见，对人权在推进中国法治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够。这种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

人权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法治、人权课目前还没有纳入到中小学的课程，德治教育与法

治教育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这会影响人权教育推进的深度和广度。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

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在讲座中，王家勤先生还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中的比较突出的与人权教育有关的问题，比如

学校制定的规章基本上没有考虑学生的权益、教师的权益保护，而只是片面强调学校管理学生和教师的权

力等。 

    王家勤先生还和与会人士就共同关心的人权教育和受教育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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